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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战略研究 

——以陕西省与中亚五国合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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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

斯坦倡导欧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十八届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成为全党和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经贸合作，兼

顾其他战略层面的意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

层段是中亚经济带（胡鞍钢等，2014）。 

中亚地区是指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国

家。中亚国家所在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

这一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矿产资源

被视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能源富集区”。随着全球

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

济重心东移，亚洲地区在世界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成为了全球探讨的热点。中亚地区因其丰

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被称为“21 世纪的战略能

源和资源基地”，本文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

出发，研究矿产资源开发国际合作的途径和配套

措施，以期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参考。 

1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际合作现状 

随着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投资

力度不断加大，以及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从 2002

年至今，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先后与

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备忘录，

建立起了地学领域的高层合作关系。围绕这些合

作框架，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牵头的

多个项目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中国—

中亚（南亚）地学领域合作研究方面，中国地调

局西安中心从 2006 年起开始承担该区域的地质

矿产编图与研究工作，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

共有 13 项，涉及区域内的十余个国家；在地质灾

害合作研究方面，2008 年，俄罗斯岩石动力研究

所和日本京都大学相关专家到西安中心进行了交

流洽谈，并确定了多方合作意向，对天山地区地

质灾害进行了联合调查研究。 

陕西省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方面虽显示出一定

的优势与进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大科

学问题尚需深入；政府服务职责尚需完善；审批

手续繁琐；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以及资金支持较

少。此外，陕西省矿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支撑

体系尚未形成，海外投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
概况 

中亚地区地质成矿条件好，矿产资源比较丰

富，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贵金属和有色金属非

常丰富。其中哈萨克斯坦品种齐全，煤探明储量

为 1624 亿吨，集中分部在卡拉干达、埃基巴、伊

犁河等大型煤田。此外，还有铁、锰、铜、钾盐

等矿藏，其中铬铁矿探明储量有 2 亿吨，仅次于

南非、津巴布韦居世界第三。吉尔吉斯斯坦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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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黑色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汞、锑的储量

可观。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产资源主要是铜矿、铅

锌矿、钼矿、钨矿。此外，费尔干纳的石油以及

布哈拉和希瓦的天然气有比较丰富的储藏。然而，

石油、天然气的最丰富的储藏在土库曼斯坦和哈

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资

源丰富，尤其是塔吉克斯坦的水电资源达 6400 万

千瓦。总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急需和短缺的铁、

铜、铝、镍、铬、铀和钾盐等矿产，在中亚地区

都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与我国形成良好的资源优

势互补（中亚五国优势矿产资源见表 1-1）。 

3  陕西省与中亚五国矿产资源合作
模式选择 

通过分析我省矿产资源开发优势与不足，结

合我省矿产资源国际合作的现实需求，结合“一

带一路”战略机遇，确立矿产资源国际合作重点。

陕西省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国际合

作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风险勘探。陕西矿业国际合作要以“勘

查做起，地质先行”的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中

亚的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 

（2）合作开发。在具体运作中，可由合作双

方企业共同出资，注册成立矿产资源公司，遵循

公司制的运作规范，合作开发矿产资源。 

（3）对外贸易。多数国家与陕西在油气、铜、

铬等多种矿产品存在很强的互补，技术水平也存

在梯度互补。陕西矿业开展国际合作要依托现有

的贸易合作基础，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带动

矿业企业走出国门。 

（4）股本并购。陕西省企业以协议方式或通

过资本市场购买资源出口国目标公司股权，实现

资源合作的战略。 

（5）购买产能。资金和资源是经济大国和资

源出口国之间的互补性需求，陕西省企业可以采

用购买产能模式投资资源出口国矿业公司，并获

得占其产能一定比例的资源购买权，确保本省资

源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方面的优先权，而资源国

也能够获得发展经济所急需的建设资金。 

（6）技术转让。陕西地勘、冶金及金属、非

金属矿产品加工企业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看

准部分发展中国家技术与我方的差异，加大技术

产品的出口力度，开展国际合作。 

（7）对外承包工程。陕西在基础地质调查、

矿山勘查、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冶金等方面有较

强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可以在境外承包相关重大

项目，促进陕西矿山机械成套出口，加快矿产资

源国际合作步伐。 

4  陕西省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矿产资源合作的建议 

陕西省与中亚五国矿产资源合作目前主要集

中在基础地质领域，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

中心牵头的多个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

在实际矿产勘查合作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

何采用有效的措施发挥 “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的作用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对此笔者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1）投资前做好投资环境调研和风险评估。

省内企业在开展对境外直接投资之前，一定要进

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环境评估和风险评估，

充分了解境外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人文自

然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科学计算投资成本和预期

收益，制定谨慎而周密的投资策略。 

（2）省内企业与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

择和区位选择。内企业对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

择和区位选择，需要与境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相适应。近年来，境外国

家均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了各自的产

业发展战略和重点支持区域。因此，根据境外国

家新的产业和区位发展机遇，省内企业有必要适

当调整对境外国家直接投资的策略，以获得境外

国家的产业成长利益。 

（3）省内企业与中亚国家矿产资源合作多元

化发展。利用国外矿产资源通常有三种途径，一

是联合获取矿权，共同勘查开发，二是买断矿山

股权；三是从风险勘探做起，找到矿产资源后再

自主进行开发。通过风险勘查开发，建立国外矿

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发挥其在稳

定矿产贸易供应中的基础作用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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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亚各国优势矿产资源与中国急缺矿种/对外依存度 

序号 国家 优势矿种 

1 哈萨克斯坦 石油、天然气、铁、锰、铬、镍、钴、铜、铅锌、铝土矿、金、铀 

2 乌兹别克斯坦 天然气、石油、钾盐、金、铀、铜、铅锌、铝土矿、钨、钼 

3 塔吉克斯坦 铀、汞、铅锌、锑、钨、银、金 

4 吉尔吉斯斯坦 金、稀土、铅锌、汞、锑、钨、锡 

5 土库曼斯坦 石油、天然气、煤、盐 

中国急缺矿种/对外依存度 
铜/70%、铝土矿/43%、镍精矿/75%、铬铁矿/97%、锰矿/56%、钾盐/70%、石油/70%、天然气

/50%、精铁矿/57%（中国发展门户网） 

 

参  考  文  献 / References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10. 

中国发展门户网:www.chinagate.com.cn 

陕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2013 年版）.

载 于 陕 西 省 统 计 局 网 站 ，

http://www.shaanxitj.gov.cn/upload/2013/indexch.htm. 

 

DUAN Shaoshuai, HUANG Xifeng: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Mineral-Resources 

Under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 case study of   Shaanxi Province 

Cooperation with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eyword ： One Belt and One Road ；

Mineral-Resource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